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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地区玉米育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李光发，曲 刚，徐宝丰，许正学，邬生辉

(吉 林 省 通 化 市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院 ，吉 林 海 龙 135007)

摘 要 ：介 绍 了 通 化 地 区 玉 米 生 产 的 现 状 及 育 种 进 展 情 况 。 指 出 通 化 市 农 科 院 近 期 玉 米 育 种 的 成 功 经

验 是 利 用 模 仿 战 略 ，并 提 出 了 下 一 步 育 种 对 策 。

关 键 词 ：玉 米 ；育 种 ；模 仿 战 略 ；种 质 创 新

中 图 分 类 号 :S513.035 文 献 标 识 码 :A

1 玉米生产现状

通 化 地 区 位 于 吉 林 省 东 部 半 山 区 ，年 降 雨 量 为 500!700 mm，有 效 积 温 为 2 700!3 000"·d，集 安

岭南高于其它地区，为 3 300 "·d 左右。通化小气候区比较多，土地肥沃程度不一。玉米面积为 7.04

万 hm2，占全部 播 种 面 积 的 37.6 % 。 通 化 地 区 80 年 代 种 植 的 玉 米 主 要 代 表 品 种 为 铁 单 四 、吉 单 131

和中单 2 号；90 年代主要代表品种是本育九、吉单 159、吉单 156、丹玉 15、四密 25 和新铁 10；新世纪

初主要代表品种为通单 24、通育 98、通育 100、通育 97 和通油 1 号。本区域主栽品种以中熟、中晚熟

为主，晚熟为辅，多品种并存。

2 育种进展

我院在七八十年代一直以早熟玉米品种选育为目标，选育出通单 14 等几个品种，品种单一，适应

区域窄，经济效益差。面对基础材料匮乏等诸多因素，90 年代初，我们提出了模仿战略，即以当时本地

推广前景良好的品种为模式，如铁单四、本育九、吉单 159 和吉单 180 等，针对其一亲本的不足加强目

的性改良，或导入抗病基因，或以新系取代，或提高其组合的抗倒伏性，或改良其组合的 早 衰 性 等 ，目

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本育九为模式改良育成 了 通 单 24；以 铁 单 四 为 模 式 育 成 了 通 育 98；以 吉 单

159 为模式育成了通育 97；以吉单 180 为模式育成了通育 100 和通育 99。利用模仿战略改良思路，使

我院玉米育种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通单 24 不仅占据了吉林省东部部

分县(市)，在黑龙江省本育 9 种植区也有很大的种植面积。通育 98 在本区及周边县(市)表现出高产、

商品品质优良的特性。通育 97 在本区示范 8 年，在稀植条件下表现大穗、高 产 、无 秃 尖 ，深 受 农 民 欢

迎。通育 100(通吉 100), 成为吉林省的主栽品种，并在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内蒙古部分地区、辽宁省

东北部迅速推广，同时也在山东、河北、安徽、云南、四川、甘肃和浙江等地示范推广。因通育 100 的综

合抗性和适应性较好，目前在东北地区已累计推广 100 万 hm2。

3 几点体会

!改变传统的为品种审定而育种的思路，要围绕效益而育种，即效益育种。审定一个品种，要示范

一 个 ，推 广 一 个 ，要 有 一 定 的 种 植 面 积 ，要 让 农 民 获 得 更 多 的 收 益 。 同 时 ，育 种 单 位 通 过 经 营 自 选 品

种，获得科研经费的补充，提高了自身的研发能力，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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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交系选育和组合配制、决选上要把握以下几点：首先要卡住熟期，算准有效积温，熟期适中

是玉米商品粮优质的首要保证。目前在粮食市场上玉米收购多元化，低水 分 玉 米 较 受 欢 迎 ，出 手 快 ，

以质论价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

其次要强化高产是永恒的主题意识，90 年代中期，本育九在本院试验地小区产量为 9 000 kg/hm2，近

几年，通育 100 在试验地产量为 11 250 kg/hm2，比较优良 的 组 合 已 达 到 12 000 kg/hm2 以 上 ，各 别 组 合

已达到 15 000 kg/hm2。从光合作用“源”、“流”、“库”3 方面来看，我们对株型育种重视程度不够，还

停留在平展大穗稀植型水平，对提高品种的耐密性研究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应加强耐密压力的选择，

选育出耐密玉米品种，使产量再上一个台阶。

第 3 要坚持组合的综合抗性，特别是抗丝黑穗病、抗倒伏性、抗旱性及茎秆的保绿度。近年丝黑穗

病的发生有上升趋势，如不引起重视，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集安和松原等地设了多个异地鉴

定点，对产量较好的组合进行综合鉴定，加强抗丝黑穗病能力的选择。除此之外，还广泛收集、引进和

创造新抗病种质资源，丰富抗病基因的遗传多样性，不断培育抵御多种病害的综合抗病品种。在玉米

倒伏上主要有根倒和茎折，在我区 7!8 月份大雨伴随大风的天气很常见，这为抗倒性的选择提供了条件。

在正常年份也结合人工辅助的方法来鉴定组合根系的抓地力和茎秆的弹性。在抗旱性上主要借助松原和

白城两个试验点的结果。在保绿度上主要借助集安岭南的鉴定结果，集安岭南有效积温 3 300 "·d，在

鉴定玉米的早衰和活秆方面很有效。玉米的综合抗性过关，广适性也就好。广适性是玉米稳产的保证。

第 4 要抓组合的出苗性，即对各组合种子在早播低温条件下的发芽能力和出苗速度进行筛选。通

育 99 的出苗速度特别快，比对照品种早 3 d，苗齐苗壮。在对自交系出苗性筛选上我们采用两种方

法：一是在正常播种条件下对苗势弱的坚决淘汰；针对一般配合力较好的自选系在 5 "的恒温箱内选

择芽势好的姊妹系(具体方法:在 5 "条件下发芽 7 d,然后放在 15 "条件下发芽 10 d)。这样选育的组

合,在不良的气候下不易坏种缺苗。

第 5 坚持对玉米子粒商品品质的改良和选择，子粒容重和收获时子粒含水量是两个重要指标，它

不仅影响产量高低，也直接影响玉米子粒商品品质的好坏。提高子粒容重 ，降 低 收 获 时 子 粒 含 水 量 ，

不仅可以降低贮藏运输的成本和风险，更可以显著改善玉米子粒的商品品质，提高其经济效益。

4 品种改良模式与种质创新

目前，我们所用的骨干自交系基本上是来自对 Lancater 、Reid Yellow Dent 、旅大红骨、塘四平头

和 P 系统(先锋)自交系的改良，并兼顾部分散系的利用。针对目标组合，有目的将两类血缘相近的系

杂交，选育能克服原有系缺点的新系，与原有另一亲本系杂交组配类似组合是比较成功的做法。我们

利用 478#吉 846 改良了 846，育成了 LH2，与 340 组配育成了通育 97。目标品种是当时推广面积较大

的吉单 159。利用杂 C546#苏 80-1 育成了 LH1，本意是代替吉 63 改良铁单四，但比较了 LH1#330 和

LH1#吉 853 两个组合后，选择了后者，育成了通育 98，也可以说是参照了吉单 180。利用 Mo 17#81162

改良了 Mo 17 育成了 LH3，与吉 853 组配育成了通育 99，目标组合是吉单 180。参照吉单 180，以当时

新改良系 C8605-2 ，换掉 Mo 17，与吉 853 育成了通育 100。参照 C8605-2 #丹 598 组合(丹玉 39)，同样

利用 LH3 与丹 598 配制成了通育 105(区域试验晚熟)。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模仿战略。在 340 杂株、吉

853#大 K12、8112#1324、Mo 17#B73 的后代中选育出了 LH8、A67、Z29h 和 B20 等几个新系，一 般 配 合

力比较优良。预计在未来的玉米生产中发挥作用。在新育成系一般配合力测定中，主要是利用目前生

产 上 的 骨 干 系 ，如 ：340、吉 853、大 K12、丹 598 和 丹 360，在 测 定 新 系 一 般 配 合 力 的 同 时 ，测 用 结 合 选

择出重点优良组合。

5 育种对策

5.1 玉米育种方向

针对吉林省东部半山区的特点，继续加强中熟玉米品种 的 选 育 ，同 时 兼 顾 中 晚 熟 、晚 熟 玉 米 品 种

的选育，是我区玉米育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方向。目标是高产、综合抗性好和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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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基础材料研究

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玉米种质材料是玉米育种的重要基础。应广泛引进自交系、杂交种和改良

群体等。对优异种质进行鉴定，把鉴定出的优异种质与地方种质组合，组成基础群体，创新玉米种质，

使之既有适于东部半山区的种质材料，也有适于西部旱地生态区的玉米种质资源，选育出适应不同生

态条件的玉米自交系。

加强玉米自交系耐密性的选择，借鉴国外的做法，在高密度公顷 6!7 万株条件下进行耐密性鉴定，

以期达到减少空秆，增加群体产量的目的。

5.3 采用有效的育种方法

研究和实践证明，我区玉米育种的有效方法是从现有材料着手，有效地提高优良基因利用的频率，

使新选育的自交系聚集更多的优良性状。同时保持其遗传基础的多样性，采取轮回选择与二环选系 法 相

结 合 ，在 姊 妹 系 的 选 育 过 程 中 ，除 考 虑 到 自 交 系 本 身 的 综 合 抗 性 、发 芽 性 、适 应 性 外 ，还 应 加 强 对 穗

长、行粒数的选择，新自交系要有特点，要么长一些，要么粗一些。子粒要大、长，穗轴要细，出子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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